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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坝水库坝高52．8米，憩库客4，530立方米。以没计先进、造

型新颖在国际上享有声誉。

图为大坝全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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喊远县炼铁历史悠久，钢铁质地优良。

图为市属威远钢铁厂一角。

角

威远县的堞，素以质优著称。图为省属威远煤矿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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∥飞_
县属威远锅厂，系四川省铸锅行业骨干厂家之一。生产的r．i山．J牌铸铁锅以价廉

物荚、光滑平整、美观、轻薄传热快等特

点，成为超级市场的热门货。图为威远锅厂铸造车间。

＼
。_

乡镇企业在生产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

作用。

图为威远新店丝厂。



多种经营不断发展。图为社员们正在精选黄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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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 远 县 概 况

威远县位于四川中部，内江地区西南。东接内江县，南连自贡市，西界荣县，西北与仁

耆县接壤，东北与资中县毗邻。地跨北纬29。227^v29。477，东径104。167",-104。537，总面

积1287．68平方公里。1980年底，有145908户，651347人，其中男337109人，非农业人口

{69356人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05人(低山区333人，浅丘区709人)，除藏，自、羌．

。满，回族等共有14人外，均系汉族。全县辖7个区，65个人民公社，4个社级镇，589个大

队，20个居民委员会，4995个生产队。县人民政府驻严陵(北纬290317东径104。397，)，

离省会成都214公里，距内江市57公里。

一、历史沿革

威远古为梁州之域，周属雍州，秦隶蜀郡，汉隶犍为。据清县志载。西晋惠帝永兴元年

(公元304年)“李雄据蜀，奋武此地，以慑服夷獠”，取威名远震之义，始名威远镇。南

朝宋、齐时，隶益州汉嘉郡，·南朝梁改属青州，北朝西魏属眉州，北周复属青州。隋开皇二

年(公元582年)设西南道行台尚书省，属眉山郡。次年设总管府，始设威远戍。又十一年

改戍为县，属资州，此为威远置县之始。

隋大业三年(公元607年)，属资阳郡。唐武德元年(公元618年)，改属荣州(今荣县)。

唐贞观元年(公元627年)境内增至婆日，至如二县，次年将泸州所属之隆越划入。贞观八

=年(公元634年)，废婆日，至如，隆越三县，北宋乾德五年(公元967年)，和义并归威

远，仍属荣州。元初省入荣州，后复置。经明到清约470年间，与荣县三并三分，清雍正七

年(1729年)，县始固定，属嘉定州。又六年嘉定升为府，属上南道嘉定府。

1911年辛亥革命，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帝制，建立了中华民国。1935年威远属四川省第

．二行政督察区(督察区署设在资中)。1949年12月9日威远解放，属川南行政公署内江专

区，1953年恢复四川省后，仍隶内江专区(地区)。

解放前夕，威远县辖5个区，25个乡，1个镇。1951年至1952年，划为9个区，98个

乡，3街。1955年至1956年，撤销第六，七，八，九区，为5个区，50个乡，4个镇。1958年

．10月，将仁寿县越溪区戈!『入．同年撤区建社，为10个公社，乡称管区。1961年又戈!f为7个区，

65个公社。1978年撤区并社，划为19个公社，原公社改称为片。1980年再恢复区、社建制。

=，自然条件
。’

‘

‘威远地处资(中)威(远)荣(荣县)穹窿背斜核部，13．dJ--7-，新场为脊柱，往东南二
西北倾斜，河流外注。地层分为第四系，白垩系、，侏罗系和三迭系，系湖象沉积之陆台区，

勺●，



历史上无强烈地震记载。主要岩层为石灰岩，砂岩及紫色页岩。低山区多为黄色风化土，丘．

陵区多为紫色土。土质大部微酸性，部分微碱性。

全县平均海拔高度460米左右。最高点新权公社西南面的大堡山，海拔902米，最低点联：

胜公社凤凰桥附近威远河流入自贡市处，海拔279．6米。县城中心海拔315米。

县内分低山，丘陵两大部分。山王，新场，越溪区和镇西区的永兴、庆卫公社属低山．

区，奉龙区双岐，永团公社属半低山区，计33个公社，占全县总面积的60．9％，山峦起伏，

沟谷纵横，故日山区。全县林业用地面积355934亩，绝大部分分布在这33个公社。用材林有

松，杉，柏、杂木，经济林有油茶，桐，橙和楠竹。被列为全省杉木林，油茶林，美国松和t

楠竹林基地县之一。在发展林业的同时，发展粮食作物，可称林、粮兼收区。奉龙、新店，

龙会区及镇西区的大部分，计32个公社属丘陵区，占总面积的39．1％，地势平缓，相对高差一

数十米，盛产水稽，玉米、小麦，红苕等粮食作物和花生，黄麻等经济作物，田边地角栽

桑，零星种植桉，柏等树，有少数疏林果木。

境内主要矿藏有煤、铁、盐、石灰石和天然气。采煤业已有一百多年历史。一般煤藏深度在

垂直100米以内，最深200米左右。普遍为30至60厘米厚的薄煤层，但质量较好。山王区境晦

所产煤炭，硫、磷、灰份含量均低，为省内冶金，化工用优质煤。目前初步探明煤炭蓄积量约

六千万吨，预计可采40至60年。天然气储藏量很大，现由省属业企开采，已输往成都，泸州。

全县两条主要河流。威远河发源于永建公社俩母山东北麓，从西北纵贯东南。主流穿越

县城，流经4个区j 26个公社，全长123公里，注入自贡市釜溪河，支流，溪沟流布6个区

50个公社，流域面积927平方公里。越溪河发源于永建公社俩母山南麓，流经越溪区5个公

社，向南注入荣县。此外，东部与内江县共有乌龙河，南部与荣县共有中溪河。

威远处于亚热带，气候湿润，四季分明。西北低山形成阻挡寒流的天然屏障，因而冬暖‘

春早，夏热秋凉，冬干春早，夏秋多雨。年平均气温18℃左右，一月份7．4℃，七月份

27．2℃，极端高温39℃，极端低温零下4．7℃。活动积温为6570℃。无霜期平均长323天。年

平均降雨量982．7毫米，多集中于6至9月，特别是7，8月，雨量占全年50％以上。这鼯

利于大春作物生长，又常造成短期洪涝。多年夏旱机率为57％，伏旱机率为53％，对大春作

物影响很大。
。

在历史上，出现过矗丙子至丁丑一(1936年至1937年)一场大旱灾，农田龟裂，人畜吃．

水十分困难，作物大部无收。1949年，1959年，1962年，三次发生洪灾，威远城内淹至十字

口以：11：40米处，即海拔311．558米。

三，经济概况

’1980年工农业生产总值20000万元，人平307元。其中，工业总产值10400万元，-比1950筝

467万元增长21．3倍，农业总产值9600万元，比1950年2813万元增长2．4倍。农业人平生产粮

食875斤，对国家贡献120斤，分配粮食593斤，集体分配和返还投资人平77．38元，劳动日值
0．40元。

农业l全县耕地面积583365亩(其中，m283942亩)，农业人平l亩。粮食作物播种面

积1044615亩，加上其它作物，复种指数为211．3％。粮食总产47659．13万斤，比均49年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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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2．6倍。其中：水稻244912亩，总产18256．76万斤，玉米217948亩，总产14147．49万斤，小

麦311468亩，总产8029．5万斤，红苕221148亩，总产折贸易粮7194．51万斤。经济作物l油

菜19493亩，产295万斤，花生19318亩，产333．63万斤，海椒1826亩，产52万斤，黄麻

。20700亩，产619．64万斤。新店区的七星海椒，多系几个一簇，朝天生长，故又称朝天海

．椒，具有个小，肉厚，味辣，色鲜的特点，五十，六十年代曾出口换取外汇，近年仍在广州

交易会上展出，在国外都受欢迎。

林业。长期以来，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林业生产，努力保护自然林，积极营造幼林，新造

tlo万亩美国松，全县森林面积达295135亩，覆盖率占总面积的15．28％。木材蓄积量771229立

方米，散生经济林木282万株，楠竹林q955亩。年采木：防3000立方米，楠竹10000根，收油茶、

“桐，槽籽100万斤，经济价值共76万元。
副业l 1980年底生猪圈存422265头，出肥22万多头，养牛22811头，其中劳役牛15479头J

．养蚕22483张，产茧13400担，产值220多万元。全年副业收入共2576．28万元，占农业总收入

的26．8％。

渔业l全县有鱼种场10个，培育点28个，亲鱼池，苗种地214亩，养鱼水面2．4万亩。专

j业人员119人。年产鱼苗2500万尾，本县自给有余，成鱼120万斤，全县人平2斤。渔业总收

。入75．8万元。

水利：解放前全县只有威远河右岸一段“庸公渠珂，长lo公里，过水5公里，但灌面极

小，有名无实，农业仅靠堰塘、冬水田蓄水，水源没有保证，以致产量低而不稳。解放后，

人民政府积极兴修水利，现已建成库容lo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和砌石坝工程120座，总蓄水

忽．2亿立方米(农业用水1．6亿立方米)。其中。中型水库2座，小(一)型水库12座，小

(二)型水库63座，长沙坝，葫芦口水库配上团结、联合二渠，干渠长90公里，其它水库大

都修渠配套支，斗，农渠共2000余公里，有效灌面达44万多亩，对农作物稳产高产起了保证

作用。1973年春，省水电厅来县召开水利建设现场会，1974年秋，威远水利建设成果又在省

农展馆展出。全县水利资源，初步调查可供发电量为7552千瓦，已建成水电站4座，装机5

台，容量1710千瓦。 。

农机。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78405马力，有汽车115辆，拖拉机799台，排灌动力机械

一4648台，机动喷雾器222部，水田耕作机85艘，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125台。

工业；解放前，只有资本家和资源委员会合办的威远煤矿公司，和办而又停的连界场兵

工厂稍具规模，其余均系私营煤炭，苏钢，土瓷等小厂和一些手工业作坊。解放后，工业发

j展很快，现有采煤，化肥，水泥，农机，建材，铸锅，酿酒，印刷，缫丝、陶瓷、造纸，电

嚣，发电等国营和集体工业业企22个。主要产品产量l原煤126万吨，标准氮肥5462吨，标
难磷肥2890吨，硫酸8000吨，水泥3万余吨，普瓷11'20．37万件，铁锅54．4万口，蚕丝37吨，

饮料酒2627吨。农村用电的有63个公社、314个大队、1181个生产队，用电占全县总量4840万

度的46．95％，．(农村照明用电305万度，占农用电13．4％)。社办工业企业已发展到812个，

总产值2572万元，粮，油，饲料加工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。境内还有省属石油机修

厂，6082化工厂．．脱硫厂，碳黑厂和威远煤矿，地属威远钢铁厂，、刘家洞，沙湾，凤凰山，
，．达木洞煤矿等工业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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